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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了冷静的能力，就像拥
有了一双慧眼，能在生活的迷雾中
看清方向；就像装上了一对翅膀，
能在事业的风浪中稳健飞翔

冷静，通常被视为一种性格或品

格，然而，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冷静其实

也是一种能力，是一种经过长期锻炼方

可成就的特殊能力。正所谓“冷眼观

人，冷耳听语，冷心思理”，讲的就是要

保持冷静的能力。人生之旅，犹如在大

海上航行，时而风平浪静，时而风高浪

急。面对环境的变幻莫测，冷静可以使

人沉着应对各种挑战，在压力下稳住情

绪，保持镇定。拥有了冷静的能力，就

像拥有了一双慧眼，能在生活的迷雾中

看清方向；就像装上了一对翅膀，能在

事业的风浪中稳健飞翔。

冷 静 是 一 种 平 复 情 绪 的 自 制 能

力。情绪是人的感觉、思想、行为综合

形成的心理和生理状态，快乐、悲伤、愤

怒、焦虑、急躁、恐惧等，都是情绪的外

在表现。消极情绪不仅有碍身心健康，

而且会给工作带来负面影响。例如，愤

怒往往会使人失去理智，容易与他人发

生冲突，影响团队合作和事业发展；焦

虑可能会影响人的自信心和意志力，使

人无法集中注意力思考问题和做事，降

低工作效率和成事概率。能否控制情

绪、控制情绪的程度和效果如何，就是

一个人自制力的体现。自制力强的人，

不会意气用事、情绪失控，能够做到不

以物喜、不以己悲，始终保持宠辱不惊

的定力。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时刻保持

冷静中把工作稳步向前推进，高效完成

任务。

冷 静 是 一 种 临 危 不 乱 的 镇 定 能

力。当意外事件突然而至时，冷静能够

使人不惊慌、不恐惧，镇定自若、措置裕

如。比如，地震发生后，那些拥有冷静

能力的人，能够迅速且有条不紊地组织

或参与救援行动。在房倾地裂的废墟

上，他们不会被灾难的悲怆气息所吞

噬；在余震不断的危情下，他们能沉着

地分析判断灾情而不陷入思绪混乱；在

医疗急救的现场，他们能拼尽全力为伤

者撑起生命的保护伞，绝不放过每一丝

生的希望。越是在这种危急时刻、紧要

关头，冷静的强大作用越能得到充分展

现，它能够帮助我们抵御意外灾祸，最

大限度地减少危机事件带来的破坏和

伤害。

冷静还是一种掌控局面的领导能

力。对于领导者来说，遇事冷静尤为重

要。看一个领导者是否有能力，关键要

看他能否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冷

静地作出判断和处置，有力地掌控大

局。《三国演义》中上演空城计的诸葛

亮，面对蜂拥而至的敌军，“身边别无大

将，只有一班文官”。此时如果乱了阵

脚，仓促应战，必然毫无招架之力。诸

葛亮此时却沉着冷静、急中生智，于城

门上凭栏而坐、焚香操琴，最终吓退敌

军。如此非凡的冷静能力，对于稳定军

心、扭转战局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既然冷静是一种能力，我们就需要

在工作生活中锻炼和培养。首先，需要

增强自我认知，认清自己情感上的优缺

点，找到遇事慌乱、焦虑、恐惧的触发

点，吸取不冷静行为引发不良后果的深

刻教训，多向身边人了解他们对自己工

作生活中情绪表现的看法，接受其控制

情绪的意见和建议。其次，要学习相关

知识，懂得不良情绪产生的原因，掌握

应对意外情况和不利境遇、保持冷静头

脑和作出正确处置的科学方法，注重在

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摸索积累冷静处理

事务的经验，做到“每临大事有静气”。

最后，还要进行适当的针对性训练，基

于自己情绪变化的特点和规律、遇事不

冷静的原因和表现，通过一些特殊训练

提高不良情绪产生时的察觉能力，如在

情绪激动时进行自我心理暗示、感情冲

动时转移注意力等，找到保持冷静的有

效方法，使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

能做自己情绪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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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装着英雄模范，就会
学有目标，行有遵循；就能成为一
个优秀的人，在各自岗位拼搏奉
献，做到青春无悔

在 讲 到 如 何 继 承 发 扬 优 良 传 统

时，开国少将张力雄说：“心里要装几

个英雄，跟着他们学习，争着当英雄。”

简单一句话，形象道出了学习英雄的

重要意义。

中华民族是英雄辈出的民族，英

雄 人 物 历 来 为 人 们 所 敬 仰 、所 推 崇 。

许多英雄人物将前世英雄奉为榜样，

自 觉 效 仿 ，自 己 又 成 长 为 新 的 英 雄 。

一位位英雄就是这样不断产生，接力

向前，照亮浩瀚的历史星空。诸葛亮

心里装的英雄是管仲、乐毅，戚继光心

里装的英雄是卫青、岳飞，秋瑾心里装

的英雄是花木兰、秦良玉……正是因

为心里装着英雄，以英雄为标杆，他们

才能行英雄之事、创英雄之业，从而成

为新的英雄，名垂史册。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不乏英雄

精神传承的故事。雷锋的成长成才，

就有先进模范人物引领的重要因素。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要以黄继光、董

存瑞、方志敏等同志为榜样，做一个热

爱祖国、热爱人民，永远忠于党、忠于

人民革命事业的人。”而雷锋又成为许

多人学习的榜样，引领一位位学雷锋

模范在平凡岗位创造不凡业绩，走上

成为英雄的道路。

榜 样 在 前 ，感 召 后 辈 ，我 们 要 见

贤思齐，自觉向英雄学习。不论在哪

个 岗 位 、从 事 什 么 工 作 ，心 里 都 要 装

几个英雄、树几个标杆。作为党员干

部，就要在心里装着焦裕禄、孔繁森、

谷 文 昌 ；作 为 科 研 人 员 ，就 要 在 心 里

装着钱学森、邓稼先、袁隆平；作为革

命 军 人 ，就 要 在 心 里 装 着 董 存 瑞 、邱

少 云 、杨 业 功 …… 心 里 装 着 英 雄 模

范，就会学有目标，行有遵循；就能成

为一个优秀的人，在各自岗位拼搏奉

献，做到青春无悔。

历史一再证明，一个民族、一个国

家需要英雄，事业的发展离不开英雄，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英雄们或威武不屈，自强不息；或敢于

牺牲，无所畏惧；或力挽狂澜，砥柱中

流；或雄才大略，运筹帷幄。英雄辈出，

就如群星灿烂，光芒四射，是一个民族

兴旺发达的重要基础，也是实现伟大梦

想的重要前提。把英雄精神发扬光大，

就要共同营造人人敬仰英雄、学习英

雄、关爱英雄，以当英雄为荣的社会氛

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崇尚英雄、捍

卫英雄、学习英雄、争当英雄，只有这

样，才能够推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不断向前，创造出更多人间奇迹。

学习英雄 争当英雄
■陈鲁民 邹 伟

成 语“ 画 龙 点 睛 ”，多 比 喻 在 写

作 或 讲 话 时 ，在 关 键 处 用 一 两 句 精

彩 的 话 点 明 要 旨 ，使 之 更 为 精 辟 传

神 ，生 动 有 力 。 正 所 谓 ，皮 之 不 存 ，

毛将焉附？没有“画龙”作基础，“点

睛”之笔也就无处可落。同理，干事

创 业 须 先 认 真“ 画 龙 ”，才 能 以“ 点

睛”之笔显身手。

现实中，少数人热衷于“点睛”而

不愿“画龙”，只想做轻松且容易出彩

的工作，而对耗时费力、不容易显山露

水的工作，则持敷衍、排斥甚至抗拒态

度。有的不专注于打基础，热衷推亮

点、出经验，以产生“眼球效应”；有的

急于“点睛”，不惜违背客观规律，采用

“揠苗助长”的办法落实工作任务；还

有的纠结于能否看到花开之美、尝到

果实之甜，认为“画龙”的工作是“跑龙

套”，是给别人“做嫁衣”。以这样的想

法干工作，不仅不会真正出彩，还容易

因为基础不牢而导致前功尽弃。

胸中有丘壑，腹里有乾坤。“点睛”

之笔并非表面上的信手拈来，而是下

足苦功、打牢基础后的厚积薄发，是经

过反复打磨沉淀与深思熟虑后的结

晶。只有肯下“绣花功夫”，多行涓滴

之劳，扎扎实实打好基础，落笔方能有

“点睛”之神。

欲“点睛”，先“画龙”
■一 苔

一位基层带兵人任职时间不长，

工作却开展得有声有色，得到上下一

致好评。在一次经验分享会上，他介

绍说，在工作任务结束后，他有一个给

工作“打结”的习惯，也就是对工作进

行“复盘”，及时总结经验、提炼方法。

特别是对工作中出现的失误、存在的

不足，更是认真剖析原因、吸取教训，

避免重犯错误。这种经常“复盘”“打

结”的工作方法值得借鉴。

给工作“打结”，目的是通过系统

化的总结，实现能力的提升。然而现

实中，有的人工作任务一结束就“翻

篇”，不去“打结”；有的人把记“流水

账”当作总结，缺乏深入思考，工作还

是老样子。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如果

只抱着应付的态度对待工作任务，不

对工作进行思考总结，就容易陷入事

务主义，看似忙得马不停蹄，工作能力

却得不到有效提升。

干工作既要针对过往，对工作进

行阶段性回顾；也要着眼将来，总结工

作方法，剖析问题原因，不断提炼规

律、反思教训，将零散的具体的实践升

华为全面的系统的认知，最终形成推

动工作高效运转的有力举措。要通过

对工作“复盘”“打结”，做到“打一仗、

进一步”，在一次次总结中实现从量的

积累到质的飞跃，推动工作不断迈上

新台阶、开创新局面。

多“复盘”，常“打结”
■鞠国强

从身边事看修养

四月，油菜花开。漫步乡间，春

风 吹 拂 ，金 色 花 海 层 叠 翻 涌 ，春 意

盎然。

油菜花一般在头一年秋末播种，

度过了寒冷冬天，经受了天寒地冻的

考验后，才能在来年春天绽放出漫山

遍野的美丽花朵。由此想到，每个人

的成长路上，也免不了有盼望“春天”

的经历，用坚韧持久的奋斗，战胜各种

困难挫折，默默积蓄力量，使自己不断

完善、不断成长。如此，当“春风”吹来

的时候，才能不负春晖，绽放自我，迎

来人生的春暖花开。

油菜花海——

春风吹拂 大地锦绣
■李兴友／摄影 杜海旭／撰文

●“敬”中见精神，“勤”中见作
风，“精”中见能力。敬业，就要把
责任放在心中；勤业，就要把使命
扛在肩上；精业，就要把工作做到
极致

习主席勉励我们，要“顺应时代发

展新要求，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练

就真本领，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专一

行，做到敬业勤业精业，努力成为善于

干事创业的岗位能手、行家里手”。如

何做到立足岗位、建功军营，是每名官

兵都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习主席的

谆谆教导，点明了成就事业的关键——

敬业、勤业、精业，为广大官兵成长成才

和干事创业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

进方向。

敬 业 、勤 业 、精 业 ，是 干 事 创 业 的

重要方法途径。其中，敬业是前提，勤

业是基础，精业是关键，做到这三点，

方能行稳致远，成就事业。古今中外，

举 凡 有 所 成 就 者 ，大 都 是 敬 业 勤 业 精

业 的 典 范 。 历 史 和 实 践 反 复 证 明 ，有

什 么 样 的 工 作 态 度 ，就 有 什 么 样 的 作

为；有什么样的价值追求，就有什么样

的成就。广大官兵如果能把个人理想

追 求 融 入 强 军 事 业 中 ，不 论 身 处 什 么

岗 位 、从 事 什 么 工 作 ，都 能 够 敬 不 存

悔 、勤不言苦 、精不畏难，就能乘风破

浪、披荆斩棘，释放干事创业的最大效

能 ，在 为 强 军 事 业 持 续 作 贡 献 中 成 就

精彩人生。

军 队 存 在 为 打 赢 ，军 人 生 来 为 战

胜 。 对 于 革 命 军 人 而 言 ，敬 业 勤 业 精

业，是成长成才成功的前提条件，更是

向战练战能战的必备品质。革命军人

干 事 创 业 ，最 根 本 的 是 要 锤 炼 打 赢 能

力。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员，每名官兵的

成长都与部队战斗力建设紧密联系在

一起，做到敬业勤业精业，是义不容辞、

不容懈怠的事业追求。“敬”中见精神，

“勤”中见作风，“精”中见能力。广大官

兵只有在敬业勤业精业中始终保持打

仗的心态、战斗的状态和冲锋的姿态，

才能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

坚战。

敬 业 ，就 要 把 责 任 放 在 心 中 。“ 凡

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敬业，是对事

业 的 敬 畏 与 热 爱 、对 岗 位 的 执 着 与 坚

守，是始终在岗言岗 、在岗爱岗 、在岗

为 岗 。 敬 业 之 心 强 烈 ，就 能 根 据 组 织

需要 、响应组织号召 、服从组织安排，

心 无 旁 骛 投 身 到 党 的 事 业 中 ，做 到 专

注于职责，不因条件艰苦、任务艰巨而

推 诿 退 缩 。 敬 业 之 心 弱 化 ，就 会 拈 轻

怕重 、挑肥拣瘦，一遇困难便打“退堂

鼓”、挂“免战牌”，最终难当大任、一事

无 成 。 当 前 ，实 现 建 军 一 百 年 奋 斗 目

标 到 了 吃 劲 奋 斗 的 攻 坚 期 、加 油 加 压

的冲刺期，越是任务重 、标准高 、考验

多 ，广 大 官 兵 越 要 知 责 于 心 、担 责 于

身、履责于行，自觉把职业当作事业来

追求、把岗位当作战位来对待，始终保

持“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负戈”的警醒、

“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和“不破楼

兰终不还”的决心，做到忠诚履责 、恪

尽职守，知难而进 、迎难而上，认真做

好每一项工作、完成好每一项任务，为

强军兴军贡献自己的全部心力。

勤业，就要把使命扛在肩上。“功崇

惟志，业广惟勤。”干事业、谋发展，当以

“勤”立身，坚持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

于 实 践 。 一 定 意 义 上 讲 ，能 否 做 到 勤

业，是一个人事业心重不重的分水岭、

使命感强不强的试金石。当前，部队练

兵备战、规划收官等各项工作任务交织

并行，形势逼人奋进 、任务催人前行。

广大官兵应始终牢记军人的身份和职

责，坚定扛起强军胜战的使命责任，不

断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激情和豪情，

做到知重负重、苦干实干，既要一招一

式学本领、一点一滴练功夫，沉下身来

钻研本职、潜下心来研究打仗；又要接

好“烫手山芋”，啃下“硬骨头”，不断突

破掣肘建设发展的“瓶颈”，攻下前进道

路上的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在本

职岗位上挥洒辛勤汗水、在职务任期内

倾注全部心血、在军旅生涯中写就精彩

篇章。

精 业 ，就 要 把 工 作 做 到 极 致 。“ 心

心在一艺，其艺必工；心心在一职，其

职必举。”当兵不练武，不算尽义务；武

艺练不精，不算合格兵。“八一勋章”获

得者王忠心，入伍时只有初中学历，面

对 全 导 弹 武 器 系 统 中 最 难 的 测 试 专

业 ，他 以 超 常 的 毅 力 和 坚 强 的 决 心 不

断强化学习实践，最终熟练操作 3 种型

号导弹武器，精通测控专业全部 19 个

号位，参与完成数十项重大任务，无一

差错，成为名副其实的“导弹兵王”，为

广大官兵树立了精武强能的榜样。新

时 代 是 奋 斗 者 的 时 代 ，也 是 大 有 可 为

的 时 代 。 广 大 官 兵 要 想 建 功 军 营 ，一

方面要提高站位、放宽眼量，把自己的

工 作 放 在 整 个 强 军 事 业 中 去 审 视 ，与

强者争锋、向一流看齐，搞清楚所做工

作处于什么水平、存在哪些问题、如何

改进提升，下好先手棋，找准主攻点。

另一方面，要锚定目标 、精进不止，以

“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定，干什么学

什么 、缺什么补什么，把办法想到“山

穷水尽”、功夫下到“水滴石穿”，不成

功不止步、不满意不收兵。只有这样，

才能打造精品、赢得精彩，成为干事创

业的岗位能手、行家里手，练就备战打

仗的真功夫、硬功夫。

敬业 勤业 精业
■周东滨

●等待中的勤勉努力，是厚积
薄发的基础，也是胜利的前奏

前段时间，已转业到地方工作的战

友小王传来好消息，在国家统一法律职

业资格考试中，他以优异成绩取得了资

格证书。他告诉我，这是他在等待安置

工作期间，通过刻苦自学取得的成果。

在为战友感到高兴的同时，这件事也引

发了我诸多思考。

人的一生中，不仅要经历刻苦的工

作、艰辛的奋斗、关键处的抉择，还会度

过许多等待的时光。在等待的时光中，

我们并不一定有明确的事情要做，可作

的选择有很多。如何利用好这一“空窗

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收

获和所能达到的高度。有的人在等待

的时光中漫无目的、得过且过；有的人

贪图安逸，选择“躺平”；有的人则把等

待 当 作 一 种 煎 熬 ，背 上 沉 重 的 心 理 包

袱。相反，有的人却能把等待的时光规

划好、利用好，把等待的日子变成人生

旅途中的“充电期”，在短暂休整过后积

极“充电”，为今后的人生旅程提供新的

动力。

等待的过程，也是蓄力的过程。历

史上许多有所成就者，都能认真对待等

待的时光，利用好这段时间，为自己的

事业添砖加瓦。战国时期，赵国大将李

牧镇守雁门，赏士卒，习骑射，演阵法，

坚壁不出，“如是数岁”。一朝与匈奴作

战，李牧“多为奇陈，张左右翼击之，大

破杀匈奴十余万骑”，使“其后十余岁，

匈奴不敢近赵边城”。1503 年，达·芬奇

从自己服务了 17 年的米兰斯佛扎宫廷

回到佛罗伦萨，等待接手其他工作。在

这段等待的时间里，他潜心创作完成了

《蒙娜丽莎》这一经典画作。

采取什么样的等待方式，取决于自

己；而等待的结果，则由你选择的等待

方式所决定。等待时，如果对即将从事

的领域漠不关心，不提前进入情况，选

择时就会手足无措；等待时，如果浑浑

噩噩、虚度光阴，接下来的奋斗就会后

劲不足；等待时，如果无所用心、得过且

过 ，到 头 来 只 会 错 失 机 遇 ，一 无 所 获 。

所以，优秀的工人在上工前的等待中，

检查装具默习规程，一上工便能进入状

态熟练操作；优秀的教师在上课前的等

待中，检查教具熟悉教案，一上课便能

妙语连珠满堂生彩；优秀的军人在和平

时期的等待中，厉兵秣马、练兵备战，战

争一旦来临才能沉着应战、勇猛杀敌，

赢得胜利。

念念不忘，终有回响。等待中的勤

勉努力，是厚积薄发的基础，也是胜利

的前奏。利用好等待时光，每一个志向

远大的人都应有这样的人生态度和做

事方法。

利用好等待时光
■许洪昌


